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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ttps://www.100test.com/kao_ti2020/644/2021_2022_2011_E5_B9_

B4_E5_9C_A8_c80_644508.htm 某甲贩运假烟，驾车路过一检

查站时，被工商部门拦住检查，检查人员朱某正登车检查时

，甲突在发动汽车夺路而逃，朱抓住汽车把手不放，甲为摆

脱朱某，在疾驶后突然急刹车，朱某被摔在地，头部着地死

亡。甲对朱某死亡的心理态度是（ ）。 A．直接故意 B．间

接故意 C．过于自信的过失 D．疏忽大意的过失 【答案】B 

【考点分析】本题考查的知识点是：间接故意的含义及其与

其他罪过形式的区别。《刑法》第14条第1款规定：“明知自

己的行为会发生危害社会的结果，并且希望或者放任这种结

果发生，因而构成犯罪的，是故意犯罪。”《刑法》第15条

第1款规定：“应当预见自己的行为可能发生危害社会的结果

，因为疏忽大意而没有预见，或者已经预见而轻信能够避免

，以致发生这种结果的，是过失犯罪。”刑法的上述两条规

定，是对直接故意、间接故意、过于自信的过失、疏忽大意

的过失的规定。根据刑法第14条的规定，间接故意与直接故

意的区别关键就在于在间接故意中，行为人对自己的行为可

能会造成危害社会的结果持放任的主观态度，而在直接故意

中，行为人对自己的行为造成危害社会的结果持希望的主观

态度。从本题所给出的案情看，甲对朱某的死亡显然不是出

于希望的态度，所以选项A“直接故意”是错误的。根据刑

法第15条的规定，疏忽大意的过失与其他罪过形式的关键区

别在于疏忽大意的过失在认识因素上，是对行为可能造成的

危害结果没有预见，所以，疏忽大意的过失又被称为“无认



识的过失”，而其他罪过形式在认识因素上对自己的行为会

发生危害社会的结果，都是有认识的。在本案中，甲对朱某

的死亡结果显然不是没有认识到的，而是已经预见到的，所

以，选项D“疏忽大意的过失”也是错误的。根据刑法第14

条、第15条的规定，间接故意与过于自信的过失的关键区别

在于：对危害结果的发生所持的意志因素不同。对于过于自

信的过失来讲，行为人在主观上对危害结果的发生不仅不存

在希望的心理，而且轻信能够避免危害结果的发生，因此，

危害结果的发生是违背行为人的本意的；对于间接故意来讲

，行为人虽然也不是希望危害结果的发生，但却放任了危害

结果的发生，危害结果的发生并不违背行为人的本意。在实

践中，判断行为人对危害结果的发生在意志因素上究竟是轻

信能够避免还是放任，一个较为行之有效的方法是，如果行

为人在已经认识到可能发生危害结果的情况下，他虽然不是

希望这个危害结果发生，但又没有采取任何措施，也不是依

靠任何条件去防止它发生，一般就可以认定其在主观上对危

害结果的发生持放任的心理态度，是间接故意。如果行为人

已经认识到危害结果发生的可能性，但是他为了防止这一危

害结果的发生采取了一定的措施，或者依靠自己的经验、水

平或者当时、当地的条件，自信能够避免危害结果的实际发

生，但是结果最终还是发生了，就属于过于自信的过失。在

本案中，甲对自己在疾驶后突然急刹车致朱某被摔在地并死

亡的结果，并未采用任何为防止这一危害结果的发生的措施

，并且依靠甲的经验、水平或者当时、当地的条件，也不可

能认为朱某死亡的结果可以被避免，所以，甲的主观心理态

度也不可能是过于自信的过失。从案情看，甲对自己的行为



造成朱某死亡的结果很明显是放任的，即为了摆脱朱某，对

自己的行为可能造成朱某死亡的结果听之任之，所以，本题

的正确答案是B。 【考生注意】直接故意、间接故意、过于

自信的过失、疏忽大意的过失等罪过形式，是法律硕士入学

考试中常考的知识点之一，而且还经常会结合具体案例考查

考生的运用基本理论分析问题解决问题的能力。因此，考生

在复习罪过问题时，不能仅仅机械记忆，而是应当在正确理

解罪过的基本理论基础上记忆，只有如此，才能真正掌握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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